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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有个东平湖，据说曾是著名的梁山泊的一
部分。有资料如此叙述：“远古时有个大野泽，秦汉
时称为巨野泽，宋金时称为梁山泊，明代称为安山
湖，到清咸丰年间始称东平湖……东平湖过去是漕
运要枢，现在蓄水泄洪，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将起到更
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说法，简单明了，易懂易记。然而，把大野
泽、巨野泽、梁山泊、安山湖、东平湖这五个名字简单
串起来，却难免掩盖了“梁山泊”前世今生的一次次嬗
变。这嬗变有多大？大到让我简直怀疑它存在就是
为了形象地展示什么叫“沧海桑田”，什么叫“山无陵，
江水为竭”的深邃意境。

远古时，鲁西南平原（大野）上的河流汇入东北部
的一片低洼地，形成大湖泊，称为大野泽（巨野泽）。
此后，这一带发生过很多故事。比如鲁哀公十四年

“西狩（于大野，今嘉祥县）获麟”，孔子为之哭泣，认为
这只瑞兽来得不是时候。秦末，渔夫彭越纠集100多
个好勇斗狠的少年，活跃在巨野泽，主业打鱼，副业打
家劫舍，后来帮助刘邦打败项羽，被封为梁王。

唐代，大野泽萎缩到近乎消亡。到了五代十国，
黄河频繁决口，在这一带汇成梁山泊。北宋时洪水肆
虐，梁山泊越来越大，乃至“山排巨浪，水接遥天”，《水
浒传》夸张说它方圆八百里。不过这时漕运路线根本
不经过梁山泊，后者和大运河没啥关系。金元时梁山
泊水域萎缩，北移到今梁山县小安山一带，即安山湖。
到了施耐庵生活的元朝，裁弯取直开了会通河，京杭
大运河与运河梁山段从“八百里梁山泊”故址核心区
穿过，安山湖成为京杭大运河“水柜”之一，负责调节
大运河水位。漕运繁荣了原梁山泊一带，催生了开
河、靳口、袁口等运河沿线商业重镇。到了清初，安山
湖逐渐干涸成耕地，做不成“水柜”了。清末漕运终
止，上述名镇也就步入萧条。咸丰年间，黄河再次决
口改道，水流在古安山湖北部边缘重新汇聚成湖，这
就是如今的东平湖——古梁山泊“江水为竭”之后就
剩这个小水洼了。

瞧，大野泽、巨野泽、梁山泊、安山湖、东平湖并非
简单的改名易姓，而是时而扩大、时而萎缩，时而消失
后在原址附近或者其中一小角转世投胎。无论它变
大还是萎缩，都与黄河水注入量的多少有关。而它的

“后半生”，则与大运河密切相关。
浩瀚的梁山泊如今早已干涸，只留下东平湖和梁

山县马营镇的“水泊遗址”（湿地）供人凭吊。幸好，
“南水北调”与运河复航等工程的建设，使京杭大运河
东平段重新焕发生机。

然而，倘若我是东平湖，在这么多疑似“曾用名”
当中，我还是愿意你喊我一声“水泊梁山”，谁让它被
写进了畅销书《水浒传》中，以至于名气大到超过远古

“大野泽”呢？话又说回来，《水浒传》本就诞生于大运
河畔，因“运”而生、借“运”而传，若非运河，又哪有“水
泊梁山”这如雷贯耳的名气？

请
叫
我
水
泊
梁
山

有句俗语：“说
曹操，曹操就到。”
它的意思是：正在议
论某个人时，恰巧那
个人就到了。这句
话是怎么来的呢？

曹操，字孟德，
东 汉 末 年 杰 出 的 政 治 家 、军 事
家、诗人，也是《三国演义》中的
重要角色。在政治军事方面，曹
操消灭了众多的割据势力，统一
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区域，并且
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
和社会秩序。据说曹操耳目众
多，消息灵敏，做事雷厉风行，
从不拖泥带水。然而，他有较强
的疑心，往往从不好的方面理解
人，这就增强了人们对他的提防

心理。
曾经有好几次，曹操手下众将

在私下里七嘴八舌地议论他的时
候，他突然出现在众将面前，吓得
他们个个提心吊胆。幸好，曹操因
视察军情繁忙，对众将的议论没有
放在心上。曹操离开后，众将都松
了一口气说：“嗨，说曹操，曹操就
到，好险啊！咱们往后可得更加小
心了。”一般而言，军中是忌讳下属
随意议论将领的。于是，这句话便

逐渐成了人们的
“提醒语”，历代文
人在讲故事、创作
小说或戏剧等作
品时，都喜爱用这
句话，以增强故事
的 戏 剧 性 、活 泼

性。例如在《孽海花》这部长篇小说
第二十九回中，就有这样的人物对
话：“一壁笑着道：‘无巧不成书！说
曹操，曹操就到。’”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小插曲
很多，就像平时人们在酒局里，
对“该来的还没来”者，大家往往
会对其议论一番。正议论着，人
就到了，大家一边抱拳欢迎，一
边调侃地说：“说曹操，曹操就
到，快请坐下。”

“说曹操，曹操就到”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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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业三分鼎，霸执江东万代兴。

东汉末年，刘备取得西川以后，孙权命新任都督鲁肃设法索还荆州。但刘备命关羽镇守荆州，关羽寸土不
让，无奈，鲁肃回转江东。金殿上，鲁肃与孙权商量计策，准备夺取荆州。国老乔玄闻听后赶忙上殿劝阻。

说明利害劝吴侯，放弃荆州保江东。孙刘联合遭破坏，怕是荆州成祸胎。借荆州刘备失信，做保人鲁肃为难。

金殿阻计金殿阻计（（上上））


